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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近年來巴拉圭大學數量的快速成長幾近失控，以及部份新

設立的大學品質低落，特別是醫學院，在野的「親愛祖國黨」（PPQ）

參議員門多薩（Ana Maria Mendoza de Acha）女士昨日提案修改現

行法律，將成立大學的審核權交還給「大學委員會」（Consejo de 

Universidades），由他們來決定是否通過大學及系所的設立申請案。 

目前巴國大學的設立是依循2006年通過的第2529號法律，該法

由彼時的參議員，也是北方大學（Universidad del Norte）的校長

馬可士（Juan Manuel Marcos）所提出，賦予國會可以不經由任何事

前評估及審核作業而逕行通過設立大學、高等教育機構或系所的權

力。日後倘門多薩女士所提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新設大學及系所的審

核權將回到大學委員會手中，該委員會負責評估學校的設立是否合乎

國家的發展需求，以及學校的各項軟硬體設施是否合宜。 

門多薩女士嚴厲批評道：「這些近三年出現的大學都缺乏嚴謹的

辦學態度，一心只曉得收費斂財，這種做法跟拐騙沒有兩樣，學生不

僅繳交高額的學費，又沒有學到知識」。 同時，她也提出數據來證明

大學設立的浮濫程度，「在2006年第2529號法律通過後至今的三年

裡，竟然新設了十二所大學，平均每年達四所之多，反觀舊有的1993

年第136號法律施行期間，在大學委員會的把關下，十三年裡總共只

通過設立十六所大學。這顯示出國會在同意新大學設立時完全沒有標

準可言」。她也以「醜聞」來形容國會的這種放水行為。 

巴國目前共有四十所大學，其中七所為國立（含三所國立大學分

校），三十三所為私立，然而無論是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師資水準

與教學品質長久以來都頗受詬病。近年來，隨著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

般地接連出現，設立的過程又缺乏嚴格的審查機制，其結果一方面使

得富家子弟無論中學成績是優是劣，都可以輕易地進入大學取得文

憑，另方面在社會上擁有權勢的企業家或政治家族也得以靠著開學店

賺得大筆財富。 


